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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自 己 的 创 作 之 路
                      —刘云的山水画

                                                            ■  邵 大 箴

刘云，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湖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湖南省画院院长、
湖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美术师。
创作活动及代表作被收入《中国现代美术全集》、《新中国美术史》、《中国现代

艺术史》、《中国当代美术1979-1999》、《中国当代艺术文献》、《中国美术年鉴
1949-1989》。
作品曾多次参加国内外重要艺术展并有获奖，部分作品被国内外机构及个人收藏。
出版有《刘云油画作品精选》、《刘云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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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水墨艺术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审美
品格，它是中国民族传统艺术体系的一部
分，它与西方古典写实油画的不同是明显
的。大致说来，前者重写意，后者重写实；
前者用笔墨造型，后者用油彩块面造型。看
到这两种艺术之间在审美追求和表现手法上
的差异是重要的，但我们往往忽略了另外一
个事实，那就是中国的水墨艺术与油画艺术
之间在创作原理与表现手法上也有共同性。
水墨画和油画都是“造型艺术”，都要通过
一定的“形”给予观众以感觉的刺激和审美
享受；而画面上的“形”，既是客观世界的
反映，又都是作者心灵的写照，中国人说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西方人说画作者
“体验了自然”；在表现手法上，中国画的
水墨和油彩也有不少共同之处，水墨的所谓
“皴擦点染”在油绘中也有类似的做法。正
是因为中国水墨和西方油画的差别不同，使
世界艺坛显得丰富多彩。而它们之间的共同
点，则使两者可以相互接近，相互交流。正
因为如此，来自不同民族，有不同审美习惯
的人们能够理解和欣赏彼此的艺术。还有一
个值得令人深思的现象是，凡是对自己从事
的本门艺术有深刻理解的艺术家，也最能欣
赏其他民族的艺术。毕加索十分欣赏中国传
统艺术，齐白石在高龄时看到油画展，表示
假如自己年轻，也会尝试油画创作。

上面这段话，是我在欣赏刘云的水墨画
作品之后的感想。刘云的山水画得有味道，
有自己的个性特色。它不同于当前流行的从
黄宾虹笔墨体系出发的“文人”水墨，也许
表面模仿黄氏笔墨游戏的山水太多、太雷
同，形成了“新八股”，造成了观众的“视
觉疲劳”，人们希望看到一些写真山水、真
性情的画，就是很自然的了。在这种情况下
看刘云的山水画，觉得蛮新鲜、蛮生动。

刘云原来是从事油画创作的，并在油画
领域做出了成绩。他转而画水墨山水，从狭
隘的专业分工来说是改了行，其实，各门艺
术之间本来是互通的，刘云创作水墨山水应
该是他艺术创作的自然延伸。我想，刘云在
油画实践中找到了与水墨相契合的地方，感
觉到他在水墨中有施展自己才能的空间，才
决定这样做的。当然，他在油画创作中积累
的经验和取得的成果，有助于他对水墨山水
的认识和理解。除此之外，他之所以在山水
画领域“出手不凡”，一是有传统艺术的修
养，二是深谙普遍的艺术创造原理。刘云似
乎没有把“山水”和“风景”截然区别开，
顺便说起，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也有把“山
水”说作是“风景”的，两个词可以代替使
用。刘云看到了水墨“山水”和油画“风
景”的某些相似之处，那就是他们都要师造
化，写自然之美，同时借景抒情，表现自己

面对自然的独特感受。刘云笔下的山水
取景、布局，与传统文人画既有联系，
又不完全相同，带有明显的“写生”痕
迹。也就是说，作者是从实景的基础上
加以艺术提炼的，不是闭门造车凭想象
画出来的。说到写生，有人以为那是西
画的专利，中国传统山水画是忌讳写生
的，这是一种误解。中国古代山水画论
中同样有“写生”的说法，只是具体的
方法与西画不尽相同，更强调意取、意
写。20世纪以来一些山水画家借用西画
写生手法，补文人画写生之不足，在艺
术上别开生面，其代表人物就是大家熟
悉的李可染。刘云的山水画写生介于文
人画和西画之间，有意把实景（他看到
的故乡景色）加以提炼，纳入自己的艺
术结构之中。这样，他的几乎是满构图
的山水画布局既避开了文人画的套路，
又与写实油画拉开了距离。

从事山水画创作，绕不开笔墨问
题。笔墨一般包含两层内容：共同规范
和个性特点。共同规范即我们通常说的
“法”，是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的，
艺术家要熟悉它、掌握它，但不能被现
成的法束缚住，艺术家要在“有法”与
“无法”之间显示自己的才赋，也就是
从“有法”到“无法”，建立自己的有

个性特色的新法。刘云尊重传统的笔墨法则，但他没
有走摹仿传统大师笔墨的道路，而是通过意临和揣摩
的方法学习传统笔墨，并在实践过程中摸索自己的笔
墨路数。从文人画的角度看刘云的画，他较少用一波
三折的曲线，他用细线、直线较多。在他的作品中，
墨与彩并重，甚至有时用彩胜过用墨，并用彩墨变化
造成的层次与肌理来加强画面的表现力。他注意画面
上黑白、虚实关系的转换，同时重视光与空气的表
现。在他那里，细致的用笔不显琐碎，因为它们服务
于画面的整体效果。

有人说，刘云的画不是地道的文人画，这一说法

不错。因为他生活在现代，感觉到当代的文化气息，
他要说自己的、不同于古代文人说的话，他创造的山
水画不同于昔日的文人画是理所当然的。刘云的画受
到画界同仁的赞许和大众的欢迎，说明中国画的容量
很大，创新道路很宽广。

相信刘云会继续走自己的路，为中国画的创新做
出自己的贡献。

  2005年9月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
（本文作者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

会理论艺术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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